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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科研初心坚守科研初心 为石油勘探为石油勘探““把脉会诊把脉会诊””

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油藏工程专业首席专家温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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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静在岩心库仔细观察岩心，掌握剩
余油在岩心中富存状态。 受访者供图

党春艳：守护高原未成年人“向阳而生”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贾莹莹

作为一名技术专家，温静的办公桌上总
是铺满了图纸，电脑里存满了数据和曲线
图。数十年如一日，她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
习惯：每天早上打开电脑仔细查看每口重点
井、正钻井、每个重点区块的生产运行资料，
再开始忙碌而充实的一天。

温静是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油藏工
程专业首席专家，主要从事精细注水、气驱、
化学驱提高采收率等油田开发工作，承担参
与科研项目100余项，先后获得了国务院特
殊政府津贴、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等称号。

科研工作是孤独和寂寞的，但温静却
说，看到技术攻克难关，从室内试验到规模
应用，提升油田产量的那一刻，她收获着无
与伦比的喜悦。也正是这份对科研工作的
热爱与执着，让她在科研岗位上默默耕耘三
十余载，在石油勘探开发领域绽放风采。

矢志不渝专注创新

温静是土生土长的辽河油田子弟，受家
庭的熏陶，她高考时选择了大庆石油学院的
油藏工程专业。

1992年毕业分配到辽河油田后，温静
在兴隆台采油厂的多个一线岗位轮岗，做
了四年一线技术研究人员。1996年，辽河
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面向全油田首次招
聘，温静成功应聘进入研究院，走向了科研
岗位。由于温静在岗位上表现突出，后来
又有很多次职业选择的机会，但她都毅然
决然地拒绝了，矢志不渝地坚守科研攻关
的道路。

辽河油田已开发建设50年，处于注水
开发后期，进一步大幅度提高采收率迫在眉
睫。温静主动请缨，接下军令状，带领团队
攻关“绿色、高效、低成本”无碱化学复合驱
技术。能否突破弱碱、强碱三元到无碱二元
驱配方体系，解决碱存在带来的结垢、采出
液处理难等问题，是温静的研究方向。

她带领团队立项攻关，历经十余年攻坚
克难，开展了2151项室内研究，首次揭示了

“类皂化+亲油亲水平衡+表面活性剂加合
增效”多机制油剂协同构效机理，研发了3
类8种系列高效无碱配方体系，将应用领域
由稀油拓展至高凝油、普通稠油，并形成以
流场调控为核心的5种分段调控模式，建立
均衡驱替经济有效调控界限，创建了经济有
效大段塞（1.5PV）全程调控技术。实施后，
锦16块工业化试验区高峰期产量增长了
5.7 倍，提高采收率22%，挑战了73%采收

率极限，在化学驱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义。

据了解，辽河油田断块破碎、储层多变
的现实以及油品的多样性，注定了每一次技
术上的突破都会异常艰辛。目前，温静带领
团队开辟了5个先导试验、1个中国石油重
大开发试验、1个工业化推广，规模推广后
化学驱产量已突破25万吨。十余载的技术
攻关中，“化学驱提高采收率关键技术研究
与实践”中的多项成果先后荣获辽宁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等奖项。

用热爱和执着攻坚克难

很多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心中都信奉这
样一句话——“板凳甘坐十年冷”。进入研
究院，温静先做了六七年的基础数据收集和
图标绘制，面对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她的
心也出现过摇摆。

但不服输的温静从走上科研岗位的那
天起，就立志要在石油勘探开发领域闯出一
片天地。工作的时候，她干得比谁都认真，
休息的时候，她跑到资料室查资料，到岩心
库看岩心。她最喜欢跑现场，为此她特意准
备了一套运动服和一双运动鞋放在办公
室。到了井上，油泥污水她都不在乎，仔细
地查看新出筒的岩心和碎钻资料，把数据记
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

那段时间，温静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

学习和研究上，不分昼夜地汲取知识养分，
为她今后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从常规注水到注气、化学驱，从普通砂
岩到火成岩、变质岩，从原油到天然气开发，
她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从辽河老区到外
围新区，她的科研足迹遍布了整个辽河油
田。她先后承担中石油集团公司等科技专
项100余项，获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6
项，授权专利13件，有力地支撑了辽河稀油
高凝油开采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数十年如一日躬身一线，温静带领团队
进行高效井位部署每年达200口以上，攻关
了注天然气重力驱、“绿色、高效、低成本”无
碱化学复合驱、特低渗、非常规油藏有效动
用与补能等15项关键技术，整体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据统计，10年间新技术累增油
379.5万吨，经济效益达7.26亿元。

科研精神薪火相传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基石”，在温静的眼
里，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是培养人才梯队最
有效的方法。

她总是手把手地把自己的所学、所感、
所思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年轻人。“我希望他
们把所有知识点都学到，遇到问题我们一起
解决，这样他们才能快速成长。”温静把“人
人皆可成才”的理念带入团队建设中，依托

科研生产项目给青年员工“压担子”，利用
“赛马”和“揭榜挂帅”机制为技术骨干“搭台
子”，打造了一支能打硬仗、能啃硬骨头的开
发“铁军”。

近几年，温静团队中4人成长为研究院
或采油厂副院长、总地质师，4人成长为企
业高级专家，11人成长为一级工程师，4人
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研究所所长。

成为首席专家以来，温静先后担任集团
公司首届油藏技术技能大赛和第二届气藏
动态分析竞赛、第三届油水井动态分析总教
练，面对全新的比赛形式和内容，她有针对
性地编制、优化培训计划，系统组织《开发地
质》《油藏工程》等27项专业理论课程和5
款专业技术软件培训。

作为一名科技人员，温静认为最重要
的就是解决“卡脖子”问题和关键技术的突
破。在封闭集训和魔鬼式训练期间，她与
选手同吃同住，进行6轮48小时封闭区块
动态分析实战。通过比赛，培养开发系统
骨干200多人，参赛学员的专业技术综合
素质得到大幅提升。温静告诉中国妇女报
全媒体记者，目前选手们大都承担集团公
司压舱石、重大科技项目、井位部署等重大
项目。

她表示，将带领团队以敢为人先的精
神，把科研成果和应用现场进行一体化融
合，以更加高效、绿色的技术赋能石油勘探
开发，助力辽河油田的高质量发展。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马伟

“30年前，我走进国徽高悬的人民检
察院，穿上庄严的制服、佩戴闪亮的检徽，时
至今日，我依旧记得那时内心的激动与自
豪。”青海省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主任党
春艳向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表示，从那时
起，她就暗下决心要成为一名让人民满意的
检察官。

1994年入职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
检察院，后调入西宁市人民检察院，再到青
海省人民检察院，不知不觉中，党春艳已为
检察事业默默奉献了30年。一路走来，她
兢兢业业、不畏艰辛，在重大任务中勇挑重
担，用心守护群众利益、用行动践行检察使
命，在高原奉献无悔青春。今年3月，党春
艳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她还先后获得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全国优秀
公诉人提名奖等荣誉，并荣立个人二等功、

三等功。

以“拼命三郎”的激情开展工作

“我最大的特点是不怕啃硬骨头，不会
做就学，做不好也不气馁，总结经验，争取下
次做好。”对于工作，党春艳有一股“钉钉子”
精神。

2018年1月，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以雷霆万钧之势拉开帷幕。青海省人民检
察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设
在了党春艳所在的公诉一处，作为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领导办公室成员、案件指导组成
员，她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在认真落实扫
黑办日常工作、撰写讲话材料、建立健全制
度机制、参与涉黑案件指导的同时，党春艳
还带头办理了全国扫黑办、最高检和公安部
联合挂牌督办的案件。此外，她还负责涉案
人数39人的“8·07”日月山埋尸案二审审查

工作，带领办案组在30天内审查全案卷宗
材料395册，审核违法犯罪事实50余起，完
成800余页、近40万字审查报告，有力指控
了犯罪。

在工作中，党春艳有着“拼命三郎”的激
情，她还兼任青海省人民女检察官协会秘书
长、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妇委会主任，组建青
海省人民检察院机关女检察官团队，组织开
展诗歌朗诵、文艺演出、读书分享、瑜伽训练
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带领单位的姐妹们
一起绽放青春活力，展现女检察官风采。

为“熊孩子”提灯照路

2022年11月，党春艳担任青海省人民
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主任，负责统筹青海全省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从此，这位女检察官进
入了“熊孩子”的世界。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
如果对于有着罪错的未成年人“一诉了之”，
党春艳实在于心不忍。“在坚持公平正义办
案的基础上，能否为未成年人多做一些事
情？”每每遇到“问题少年”，她内心不由得这
样自问。在党春艳看来，开展未检工作，仅
仅“就案办案”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牢固树
立“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理念，
依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帮助主观恶性不大
的“问题少年”按下“人生重启键”。

“我们办理的不只是案件，还是孩子的
明天，关乎国家未来。”党春艳深知责任重
大，她经常嘱咐团队成员，在办案中多思考
一点、多往前走一步，找到孩子的有效“矫治
点”和“感化点”，实现从“医人”到“医心”，从
办理个案到助力社会治理。同时，她也表
示：“对主观恶性深、犯罪后果严重的未成年
人则要坚决依法惩治，罚当其罪，既让涉罪
未成年人感受法治威严，也警示教育了社
会。”

开展未检工作，党春艳和同事们奋力前
行，撰写未成年人犯罪态势综合分析报告，
青海省委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并对此进行了
专题调研与工作部署；高标准开展未成年人
公益诉讼检察改革，与高校联合成立课题
组，撰写调研报告，制定《关于加强新时代青
海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意见》，推
动青海省未检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高质量发
展。今年4月16日，在最高检与全国妇联
共同举办的第四十五个检察开放日上，党春
艳与其他4位代表一起，讲述青海省未检办
案故事。

“在工作中，面对那些误入‘迷途’的
‘熊孩子’，我第一感觉是他们非常可恶。
但当我逐渐深入了解他们，会发现每个孩
子背后都有各种不幸，各种因素交织，推着
他们逐步走向‘迷途’。”党春艳认为，挽救
更多罪错未成年人，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形成“攥指成拳”的合力。长久以来，她设
法构建新的工作模式，建立高效高质的机
制体制，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
格局。

2023年，党春艳带领团队创建了“未
爱·守心”工作品牌，构建了“未爱·守心”党
建小课堂、法治云课堂、省市两级未检专业
化办案团队等品牌矩阵，全力助推青海省未
检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引导更多罪错未成
年人走上正途，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与省妇联
等5部门建立‘未爱·守心’未成年人观护基
地，推动全省检察机关建立35个社会支持
体系，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分级教育矫治，
受益罪错未成年人达1500余人。经帮教，
14人考上大学。”谈起助力“熊孩子”“重启
人生”，党春艳很是欣慰。

“未成年人今后的路还很长，如果能为
他们在成长道路上驱散阴霾、带来光亮，即
使再辛苦，我也愿意做一个提灯照路人，守
护他们向阳而生。”党春艳说。

以“钉钉子”的精神做好工作，用“医心”的初衷帮问题少年“重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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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永钦

从20多岁起，同事朋友就称呼冯
燕平为“老冯”，冯燕平对此十分高兴，
她说：“新闻人要让同事放心、让读者
信任，这个称呼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从采写深度文章，到负责呼和浩特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报道，再到主持
内参评论部工作，对职业的热爱，陪伴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内参评
论部副主任冯燕平走过了一季又一季
的严寒酷暑，也换来了一年又一年的
春华秋实。她先后获得呼和浩特市三
八红旗手、呼和浩特日报社“名记者”、
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找对切入点让文字活起来

让文字动起来、活起来，是冯燕平
采写稿件一贯秉持的原则。

十多年前，冯燕平接到任务去回
民区厂汉板村采写千人吃糕宴事
件。在当地，吃糕是庆祝大喜事的风
俗。回民区厂汉板村作为城中村改
造项目，不仅没有集体上访和“钉子
户”，村里还办起了千人同庆吃糕
宴。从哪里切入才能把稿件写得生
动、有亮点？

与有关领导、村干部和村民们多
次交流后，冯燕平最终选择以该村外
嫁女岳秀珍回村的感受作为文章的切
入点，并以她爽朗的笑声拉开了千人
吃糕宴热闹喜庆的场面。

稿件挖掘千人吃糕宴背后的细
节，讲述厂汉板村通过制度设计解决
了农民失地失业、村民“种房”、开发商
与村民争利等问题，从而实现让广大
村民在城中村改造中成为最大获利者
的故事，体现了回民区委、区政府“一
切为了人民”的执政理念，让回迁居民
体会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

《厂汉板村的千人吃糕宴》报道一
经刊发，便引起了呼和浩特市委、市政
府的高度关注，呼和浩特市以及内蒙
古自治区范围内的许多旗（县、区），纷
纷到厂汉板村调研取经。

脚沾泥土才能写出好新闻

《毛林子——驮着梦想追太阳》一稿，是2014年冯燕平
利用国庆假期深入内蒙古与山西交界处的清水河县毛林子
村体验山区农民秋收生活时完成的。当时，村里没有通公
路，她步行进入村里，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目睹了农民
的辛苦与渴盼。一周的体验采访让她了解到农村秋收的艰
辛：山大沟深出行难，农忙时节，几代人都是驴拉肩扛，把一
年的收成一点一点从山上往下搬。尽管当时公路建设基本
实现了“村村通”，但由于国家没有出台打通“自然村”公路
的相关政策，加之地区财力所限，每年春播秋收时节，政府
只能雇用铲车平地，以解燃眉之急。她将采访到的情况及
时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反映，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公路终于
打通了。

25年在新闻一线摸爬滚打，冯燕平坚信双脚必能丈量
出好新闻。为采写马路黑洞吞噬13岁少女的新闻报道，冯
燕平冒雨骑车几十公里，到事故现场暗访。为帮下岗女工
王改莲圆父亲为捡拾弃婴落户的心愿，她数十次奔波于相
关部门，最终八部门联合办公，圆满解决了户口问题。

近年来，她采写的《兰希鹏把笨鸡蛋带进人民大会堂》
《小井盖问题“摆上”市委书记办公会》《王喜莲让土豆卖上
苹果价》《蔬菜大棚里开起创先争优会》等多篇鲜活的报道，
均得到社会的关注和好评。

用暖新闻回应社会关切

2020年，在呼和浩特疫情防控中，冯燕平作为派驻呼
和浩特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特派记者组负责人，和其他几
名同事在指挥部办公室连续奋战了3个多月。每天除了完
成会议报道任务之外，还要随同呼和浩特市委主要领导深
入医疗、防疫、隔离场所、车站机场、街道社区、生产企业等
重点地区、重点岗位一线调研。

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中心监控室里，她看到了
温馨的一幕：一对小宝宝因父母感染被隔离治疗无人看管，
被指挥部安顿到了这里。屏幕中的医护人员穿着厚厚的隔
离服，精心照顾两个孩子的情形让人动容。职业敏感告诉
冯燕平，这是一条暖新闻，能回应社会关切，正面引导民众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于是，《妈妈不在身边 身边都是“妈
妈”》一稿在《呼和浩特日报》的显著位置刊发，对全市上下
战胜疫情起到了积极作用。

“人生不只有工作，还有诗和远方。”冯燕平告诉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前几年，在呼和浩特市妇联的支持下，她
牵头成立了由中央、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及旗（县、区）四级
媒体记者组成的“敕勒川女记者合唱团”，还建起了“女记者
之家”，让忙碌中的女记者有了一个交流、放松的“温暖之
家”。

岁月流淌，时光飞逝。作为一个从业20多年的新闻老
兵，冯燕平依然忙碌在一线。这几天，她正在为内蒙古自治
区党委宣传部、文明办举办的2024年首场“文明新风进万
家”农村牧区移风易俗故事汇直播做准备，撰写解说词、指
挥调度直播车。她说：“能量来源于热爱，因为喜欢，所以不
觉得累！”

冯燕平（右）在采访。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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